
2023年飞向太空港的读后感悟(精选5篇)
心得感悟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我们想
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飞向太空港的读后感悟篇一

“随着一声巨响，火箭腾空而起，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半
个天空！”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这是《飞向太空港》中关于火箭升空的描写，读到这里我仿
佛可以看见每个西昌市民脸上激动的表情，听见指挥大厅中
一片片的掌声与欢呼。火箭成功升天预示着发展任务的圆满
完成，标志着中国的又一次成功，但是你可知所有科技人员，
广大家属以及工作人员付出了多少的艰辛？无数个日日夜夜
坚守岗位，牺牲小我，顾全大局，都是为中国的明天能升起
更耀眼的太阳。

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语言表达，在那
个年代中美合作举步维艰。饮食文化的差异，我们尽量满足
他们；文娱活动的枯燥，我们开展多种活动；生活方式的国
际化，我们便按要求行动；语言文化的不同我们就尽力弥
补……如此，中国科技人员“紧勒裤腰带”，终于渐渐改变
美国科技人员对中国人乃至中国的看法。“由争吵变成了欢
笑，由‘no’变成了‘yes’。”

可是，每一次的红日东升前，必然要度过的便是无际的漫漫
黑夜。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世界航天的咄咄逼人，和国内的重重矛盾，对当时才刚起步
的中国航天和中国航天员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但为了火箭，
也为了中国此后航天事业的发展，他们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打
入世界市场，终于让外国接受，理解，信任。终于，要度过
了那漫漫长而又要命的“长夜”了。

……

在为第三级火箭加注时，气氛无疑是紧张的。

“雨水、汗水早已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但所有人员只有一个
信念，加注！加注！”

“加注，终于顺利结束！”

即将发射，每个工作人员依然在确定着每个细微的地方是否
完美，有无错误。一切备好！穆山立即抓起话筒，发出了一
个气吞山河般的声音：“点火——起飞——”

火箭腾空而起，向空中飞去，越飞越快，越飞越远。“底部
熊熊燃烧的火焰横空蹚出一条血路——那是人类通天的轨
迹！”

那也是中国逐渐走向世界前列的轨迹！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对啊，初生的太阳光也是会普照
大地的，但午时的太阳一定会更加耀眼，更加明亮！

飞向太空港的读后感悟篇二

1990年4月7日夜晚，有一场十分特殊的婚礼，中国“长征三
号”火箭将美国“亚洲一号”卫星在万众瞩目中送入太空。



那一刻，全中国沸腾起来了—大国，崛起了！

在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中记录了“长征三号”将“亚洲
一号”送入太空的辉煌时刻以及背后的辛酸史。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苏联就开始探索宇宙，而被称
为“火箭的故乡”的中国，却要花重金买外国的卫星，高价
请外国人发射。西方人也为此嘲笑中国。就在这时，中国也
开始了探索太空的路。

而这一切，都是在西昌一个称为“水帘洞”的大山沟里进行
的。这里最大的特点便是“原始与现代同构”。航天人们的
工作场所会发生泥石流，居住房子也恒简陋，饭有时还吃不
上，书中写道：“公路上，‘解放牌’与老水牛互不想
让，‘桑塔纳’与毛驴车比肩同行；既有手持钢枪的解放军，
又有身披‘查尔瓦’的老彝族。”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人们依然不放弃。

除此之外，虽然发射场不是战场，没有你死我亡，但依然有
牺牲，依然有惊心动魄。发射场的自然环境恶劣，随时都会
夺走工作人员的性命；科学家们不分昼夜地研究丶攻关，有
的甚至重病不起，献出了生命；外交人员更是紧张，稍有不
慎就可能前功尽弃，每一场谈判都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每
一次发射，都有着英雄的流血和牺牲，都有着航天人才毕生
的心血。

航天人们凭借着不屈不饶的精神，使得他们在各种恶劣的环
境下依然锲而不舍，在很差的物质条件下依然顽强斗争。正
是因为这样，中国的飞天梦才会实现而现代的我们正是缺乏
这种精神。我们作为21世纪的少年，享受这优越的生活环境
和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应该勇担重任丶努力学习，为祖国贡
献一份力量。

在全体航天人的努力下，才迎来了1990年4月7日那个辉煌的



夜晚，这不仅象征着中国也加入了探索太空的队伍，更意味
着大国崛起了！

现在的祖国已经强大了，但只有我们学习前辈们那些宝贵的
精神，祖国才会越来越强大。

飞向太空港的读后感悟篇三

这是一本作于前的书。当时，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突飞猛进，
国内六颗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场升空，成功率达100%，中国
开始迈向世界商业卫星市场，来自美国的“亚星一号”卫星
是他们的第一笔订单。

西昌卫星发射场位于横断山脉南段的西缘的一个大山沟中，
在当时选址的过程中，谁也没有想到，一颗美国的卫星会从
这里升起;更没人想到，这里日后将成为一座举世瞩目的航天
港。

然而老天似乎很喜欢和人们开玩笑，1989年9月3日凌晨，一
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沿着山谷倾泻而下，怒吼着，咆哮着，
半小时，仅仅半小时，吞没了房屋、铁路、桥梁、公路、通
信线路，还有一些基地的官兵。此刻，“亚星一号”的发射
工作正在紧张准备中，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原本半年的恢复
任务，一个半月就完成了，但我们也要知道，在这么高效的
恢复背后，泥石流中的死难者们，只能化作一个数字，甚至
连数字都没有，就消逝了。

为了保证“亚星一号”的成功发射，许多奋战在一线的专家
没日没夜地研究、攻关，顾不上关心自己的身体，甚至有的
人最后查出癌症晚期。发射场不是战场，但也同样有着看不
见的付出与牺牲。一位位离开亲人的专家、技术人员，用他
们的一生，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贡献出全部的力量。支撑
着他们的，我想，是心中不可动摇的责任感。



历史与现实，往往是多么相似。从春节开始，疫情肆虐。医
护工作者们毫不犹豫地冲上一线，甚至将自己的安危置之一
旁，夜以继日地救人。有的人也不幸感染病毒，他们也无法
亲人团聚，疫情中牺牲的医护工作者们，也只能化作疫情数
据统计中“死亡”一栏的灰色数字之一。支撑的他们的，亦
是心中不可改变的责任感。他们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
多一秒，就可能多抢救一个人;多抢救一个人，就等于多救了
一个家庭。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有人在负重前行。”70多年来，一
批批科研人员、基层工作者们，用自己的生命，一点点筑造
出现在这个强大的中国;在疫情爆发时，一位位医护工作者冲
上前线，无怨无悔，正是这些逆行者，让我们得以健康地生
活。这些人面对的，是雷电交加，风暴怒吼的世界;而它们的
背后，是一方宁静美好的净土。他们顽强的生命，为我们撑
起了这个世界。让我们向这些人，送出一句最朴实、最真挚
的话语：“谢谢你们!”

飞向太空港的读后感悟篇四

提起《飞向太空港》，脑中首先闪过的便是那令人为之震撼
的的航天科技。

西昌，作者的第二个故乡。二十年前，他们被抛在这块荒芜
凄凉的不毛之地，在世人看来是多么无望，对于发射美国卫
星这件事，更是谬论。然而这个部队的青年们却对这片土地
心连心地无法割舍，仿佛大树抓住了泥土样的恋情，他们在
这里扎根，倾注青春、热血与汗水。

虽然没有先进的设备，但凉山彝族等十余个少数民族却以悠
久的历史、淳朴的民风热忱待客。他们在这片大山中，虽然
无人问津，但内心却仍然充满信念与力量。这样的小山窝从
荒无人烟到宾至第一位西方学者，再到那个轰动全世界的辉
煌的夜晚，是谁在付诸努力？是这一行满腔热血的青年！科



学家、航天技术人员夜以继日攻克难关，一次次实验，演习
发射，总有意外，他们的脑中可能闪过放弃的念头，但他们
依然坚持了下来，哪怕他们知道这可能会是个无法实现的目
标，或者直到自己临终也无法目睹成功，但他们心底只有一
个目标：付出自己的毕生精力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作出哪怕那
么一点贡献，也是值得的。

我终于明白了，这叫做“不屈不挠为国争光”！生活呀，它
就像这项航天工程一样，没有一路顺利，只有披荆斩棘方能
到达目的地。途中会有让你绝望的意外，就好像这项航天工
程中的某次演习出错，几十人重伤甚至身亡，它会让你不敢
继续前行，不敢继续参与项目下去，但这才是希望的开始，
这就是接下来的航天演习上更应该注意的警醒。就好像树叶，
被虫子咬出了一个小缺口，才能由旁边的那瓣来补足；有了
一圈的缺口，才能让这片树叶变得自然。

这挫折，何尝不是接下来美好的开始？听过这样一句
话：“你需要磨炼目光，放纵自己，操演一场傲然的长剧，
使出洪荒之力留住自己的美好。”是啊，留住美好不就是要
经历像卧薪尝胆那样的历练吗？西昌的这一伟大壮举让中国
航天技术前进了一大步，同时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之中值得赞
叹的一次迈进。现代科技在争分夺秒地创新进步，在各个国
家的各个领域也颇负盛名，全书以科学性的语言向我们展示
了为国献身的科技人员的兢兢业业，更是在展示一幅未来祖
国发展的宏伟蓝图！这或许就是科技的魄力！它施展自己所
有的无限潜力，让当下的人们享福，并开拓更美好的将来。

我曾不解，为什么一颗卫星向宇宙发出能够带来那么巨大的
反响？为什么一艘神舟飞船的成功登月并返回能够一直铭记
在历史上？为什么这些都是人类航天技术中迈进的一大步？
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那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这是全新
的探索，全新的挑战，这是为后人造福，为全人类追寻真理。

科技的力量啊，就如一把火焰，越燃越猛，散发火光与温暖，



一代又一代传承人接过火炬，向前迈，永不停留！在中美交
流的过程中，他们大方热情，将自己的风俗、特色传播给他
们。一位美国专家感叹道：“中国搞火箭的专家，不光男人
厉害，怎么连女人也都这么厉害！”他们亲密无间，工作时
也幽默地来场“赌注”，开个玩笑……这都是国际友好的交
流，宛如丝绸之路，将各国文化传递至四方，这也是祖国让
其他国家改善对我国印象的一大原因吧！

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中国航天事业进步对于人类的重要
性，更多的是科学家们不屈不挠的航天精神，它告诉我们，
要不屈不挠为国争光！

飞向太空港的读后感悟篇五

前几日买来一本厚厚的《飞向太空港》，经过废寝忘食的阅
读，我终于读完了整本书。

《飞向太空港》讲述了中国“长征三号”火箭首次发射美
国“亚洲一号”卫星的故事。书中既有中美专家携手合作的
秘密和友情，也有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冲突，展现了中国航
天科技的辉煌成果，被称为中国“航天文学”的开山之作。
其作者李鸣生也被称为“中国航天文学之父”。

最刚开始我是带着任务去阅读的，只想着快些读完这本必读
书目，好换下一本我感兴趣的书。在我的印象中，这类书都
是十分无聊的，只会说套话，干巴巴的，没有任何吸引力。
可现在我才发现这种认知是大错特错的，这本书不但血肉丰
满，而且感情充沛，文笔优美，吸引力极强。

这本书最让我感慨的就是展示出了一个“难”字。改革难，
谈判难，拿到发射订单难，建发射场难，送卫星难，发射卫
星也难。更何况，这难中还掺杂着中华民族近代百年来的屈
辱，饱含着华夏子孙对祖国强大的希冀。一切沉甸甸的，似
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遇到困难，却不消极，也不怨怼，只是去克服，去解决。这
就是我在书中纷至沓来的“难”中看到的精神——一种感动
我，让我心潮澎湃的力量！而我，会传承、会发扬这种精神，
去创造属于我的奇迹！

在“长征三号”火箭运载着“亚洲一号”卫星升空那一刻，
我和书中那群跳跃欢呼的人一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难想啊，
这部“年纪”比我大上许多的航天文学，竟让我十分感动。

放下书本，我把左手放到胸膛上，感受着心脏的剧烈摇动。
此时此刻，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心潮澎湃，什么是血脉喷
张。


